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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１：蓝湿革挤水削匀后检查有轻微松面，但
革坯回水充水后变得紧实了，手感发滑，好像有酸肿

发生；此后不管怎么处理，成品革都松面，退鞣、加元

明粉脱水、加氯化铵脱碱等许多方法用尽都没效果。

观点 １：用元明粉处理铬粉含量少的蓝湿革对松

面的改善不大，但手感和毛孔清晰度提升不少。
观点 ２：这种情况应该是蓝湿革假鞣，还在酸皮

状态。 应首先考虑加盐和酸退鞣重新鞣制，然后再往

下做。 对于假鞣的蓝湿革可以重新鞣制或重铬复鞣，
为后续材料吸收增加结合点，同时采取油预鞣，有助

于鞣制材料的渗透和吸收。

问题 ２：蓝湿革（头层、二层）回水，盐和脱脂剂先

加与后加有什么区别？ 利弊如何？ 加盐的目的是

什么？

观点 １：二层皮有的没鞣透，加盐起到保护作用，
而且是要先加盐再投皮。

观点 ２：加盐可以帮助回水，低浓度有助于回湿，
高浓度就脱水了。 但要加脱脂剂的话，可以先加脱脂

剂转动一定时间后再加盐效果好些。
观点 ３：二层皮建议先加盐，再加脱脂剂，防止由

于皮没有鞣透造成破损。 头层皮盐先加、后加或者与

脱脂剂一起加影响不大。
观点 ４：回水结束要求充分水洗，把皮里的盐洗

净，避免后期影响化料吸收，或者成品革因气候问题

产生盐霜。
观点 ５：加盐会形成渗透压差，盐吸收得快些，也

有助于渗透和防止酸肿。
观点 ６：如果脱脂剂是阴离子的表面活性剂，加

盐会使溶液黏度增加，但是对回湿、渗透、去污作用好

像没有影响。

观点 ７：阴离子脱脂剂不太适合在蓝湿革上使

用，现在普遍使用非离子脱脂剂。
观点 ８：回湿是否加盐关键是要明白加盐的目的

是什么。 如果是因为蓝湿革或者二层革存放太久，或
者皮面污染较大，需要消斑退鞣，那么加盐是为了防

止后期的酸肿。 一般情况下，不赞成在回湿工序加

盐，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加盐后需要大量的水去

漂洗；第二是做出来的革坯一般都会偏扁薄，丰满度

差些；第三，如果漂洗不彻底，后期容易形成缓冲液，
不利于提碱和固定。 回湿加脱脂剂，不如加一些亲水

的回湿剂或者稳定性好的合成加脂剂，更加利于快速

安全地回水。

问题 ３：牦牛皮做水染革，为了防止色花，用高锰

酸钾漂洗有必要吗？

观点 １：高锰酸钾的用量一定要少，否则革面会

有金属光。
观点 ２：由于原料皮自身的因素造成的色花（如

原皮板质瘦弱、毛色、腌制存放不良造成的蓝湿革色

泽差异）；因为浸水、浸灰、软化不到位，不能很好地去

除皮垢或者浸水剂、浸灰助剂选择不当、质量不好造

成色花；蓝湿革的污染、霉斑、铬斑等也会造成色花。
观点 ３：如果从蓝湿革开始，建议退鞣，双氧水漂

洗、加酸性酶软化，充分多次水洗，再加亚硫酸钠处理

后，进行铬复鞣。
观点 ４：牦牛皮色素比较重，从原料皮至蓝湿革

时对其处理较好。 脱灰软化后加 ０ ５％的双氧水转

１０ ｍｉｎ 再水洗、浸酸。 但如果反应不完全，容易引起

黄变。 蓝湿革处理办法不多，只是改善而已。 高锰酸

钾有一些效果，但是不明显，有时用到 １ ５％左右效果

不明显。 牦牛生长在高寒地带，浑身毛被相对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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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背脊线附近的毛一般较粗，分布稀疏且容易脱

落，裸露在外的皮肤经受高原地区的日晒、风吹、雨
淋，革的颜色自然就会偏深。 一般做蓝湿革时，河北

无极当地的制革厂都加去斑剂，是为了去除色素，但
如果反应不完全就容易出现色花。

问题 ４：蓝湿革回湿完排出的水有点泛红是什么

原因？

观点 １：革里的三价铬不是很容易就能被氧化为

橙红色六价铬的。
观点 ２：查一下是否用了氧化剂，回湿工段有氧

化剂的溶液才会变红；再查一下革的颜色，是否也跟

着变红了，如有轻微变红，加 ０ ５％草酸即可消除红色

了。 一般蓝湿革被污染或者转鼓里有铁锈，容易出现

红色，大多是铁离子或者螯合物的颜色。

问题 ５：为何蓝湿革复鞣时出现难回水的情况？

观点 １：原料皮浸水不充分，浸灰时石灰用量不

足是因素之一。 现在的原料皮不如从前，易出现回水

不足，后续活性基团打不开造成蓝湿革回水难。 另外

就是皮质弱，铬鞣时加了填料，造成回水难。 解决方

法：在蓝湿革漂洗时，加甲酸和盐进行回湿，较高温、
长时间作用。 对于因皮质弱、初鞣加填料造成的回水

难，先小中和再降低 ｐＨ 进行铬复鞣。
观点 ２：复鞣时难回水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原

因，一是蓝湿革表面张力低，造成表面张力过低的原

因主要是油脂或硅类添加剂的存在；第 ２ 个原因主要

是前期添加了蛋白类、丙烯酸类等成膜性助鞣剂，这
部分材料以包覆的状态存于革纤维外，导致深度润湿

困难。 复鞣回水时可以通过添加碳氢类表面活性剂

及加强机械作用延长时间来解决。
观点 ３：是不是回湿时加的盐或者酸有质量问

题，或者用量不恰当，造成 ｐＨ 不适，铬复鞣时加铬粉

快、提碱快、温度高也有关系。 先用草酸漂洗，再换水

用甲酸钠、强力脱脂剂处理一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补充：原料皮到蓝湿革没加任何填料，蓝湿

革表面像有一层塑料，有人见到过类似情况吗？

观点 ４：估计是发生了轻微酸肿，这种蓝湿革丰

满有塑胶感。 放久了要想回湿到跟新蓝湿革一样，基
本做不到，回水时加点酶更好，不过要把握好度，看做

什么风格的革，加入酸、碱确实能回水透。

观点 ５：回水困难，可以使用以下方法解决：先用

脱脂剂、草酸、回湿剂，４０ ℃，两倍水，转 １ ｈ，检查革

的状态；然后排水，调温，１ ５ 倍水先中和一下，再降

ｐＨ，再铬复鞣，这时候基本回水就到位了。

问题 ６：为了使蓝湿革颜色均匀一致，无极当地

生产的蓝湿革如何退鞣？

观点 １：草酸＋硫酸处理。
观点 ２：用 ５％的盐，１ ５％的硫酸（分 ３ 次加入），

再加 ３％的草酸，转 ２ ｈ，一般就这样退鞣，退鞣后同酸

皮差不多。 这里指无极当地生产的蓝湿革。
观点 ３：为了使革的颜色一致，漂洗重一点，加点

白单宁就可以，没必要大力度退鞣。
观点 ４：蓝湿革颜色在一个等级色差以内都没

关系，经过漂洗、漂白等一系列工艺设计是可以染

出一致的颜色的，个别过鞣严重的挑出来。 具体

步骤如下：加草酸调 ｐＨ 值至 １ ８ ～ ２ ０，退鞣 ３ ｈ 左

右，然后去酸、铬复鞣，这样皮革强度不会受到多

大影响。
质量好的草酸用量 ５％以上，革的 ｐＨ 值就到 １ 以

下了，一般情况下，要完全把铬退下来，至少需要

１ ５％～２ ０％的草酸，我们以前做缩纹革一般都要加

到 ２ ０％～ ２ ２％，最多加到 ２ ５％，而且还要过夜，出
来的皮就是酸皮了，呈乳白半透明的状态。

问题 ７：澳大利亚生皮油脂含量大，怎样防止蓝

湿革出现油斑？

观点 １：蓝湿革漂洗回水时，加强脱脂，可以采用

油脂分散剂、含溶剂的脱脂剂配合脱脂。
观点 ２：原料皮加脂肪酶与脱脂剂配合，剖层后

脱脂剂与乳化剂配合，但不要脱脂太重，脱脂太干净

皮容易空松，脱脂不干净又容易发霉和产生油霜，怎
么掌握平衡点靠经验了。

建议脱脂剂加入的量：预浸水 ０ ２％，主浸水

０ ２％～０ ３％，浸灰 ０ １５％，主脱灰 ０ ２％，预鞣同盐一

起加入 ０ １５％，后期加入非离子脱脂剂。

问题 ８：绵羊服装革染色革坯有油花怎么解决？

观点 １：适当加强脱脂，加脂时加油脂分散剂，干
洗或者回鼓处理。

观点 ２：盐含量过高、酸的 ｐＨ 过低造成的。 出鼓

前，闷洗一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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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９：蓝湿革放一段时间发红是什么原因？

观点：蓝湿革存放后发红通常是发霉所致，严重

的加去斑剂、氧化剂、防霉剂漂洗。 另外，无极当地的

工厂初鞣时，如果用的是低档鞣剂，蓝湿革会慢慢显

现铁锈色。 酸皮发红，是因为油脂腐败霉变。
解决方法：亭江皮革化工公司有专门的消斑剂，

轻的霉斑可以漂洗掉。

问题 １０：蓝湿革夹生怎么处理？

观点：一般前期处理较轻又鞣透了的蓝湿革的肉

面纤维短且光滑，对这种情况要加强中和处理，在材

料的选择上以柔和的材料为主，太紧实的材料少用或

者不用，这样才能做出理想的丰满度和紧实度。 遇见

这种蓝湿革，要重回水。 不用担心革身骨松，就怕回

水不到位。 回水到里外一致，然后再继续做，否则坯

革不吃料。 如果蓝湿革始终回湿回不软，革身板硬、
不均匀，基本上都是准备工段处理不到位造成的，这

时候可以考虑加脱灰剂处理后小浸酸。 这种处理方

式也适合有硬心、脱灰不透的蓝湿革。 如果回湿后革

面紧内空，一般就是鞣制时加了蛋白类或者树脂类的

材料，这时只需在前面小中和一下，让革面上的材料

渗透进去就可以按常规的工艺进行了。
造成蓝湿革夹生、后期革坯硬且松有以下几个

原因：第一，热带产的原料皮部位差比较大，浸水、
浸灰、软化等工序处理不到位，这在云南皮、缅甸

皮上常常出现。 第二，前期处理过重，脱灰、软化

处理轻，造成后面鞣制不透，这种情况在南美皮上

比较常见。 第三，前期处理过重，想在鞣制时弥

补，加入了一些蛋白类和树脂类的材料，这样掩盖

了蓝湿革的缺陷，误导了后期工程师设计工艺的

方向。 这种一般是在购买蓝湿革的工厂容易出现

的问题。 其实不管哪种情况，在蓝湿革回湿时，我
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才能正确地设计工艺，选
择合适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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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 ／ ２０１６ 中国硅酸盐学会陶瓷分会学术年会．
Ｄｕ Ｙ， Ｌｉ Ｚ Ｆ， Ｃｈｅｎ Ｚ Ｔ，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ａｎｎｅｒｙ ｓｌｕｄｇｅ ［ Ｃ ］ ／ ／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２９］ 杨永泰，钟敏华，廖丽华．塑料制革工艺废气的有机污染及

其对环境的影响［Ｊ］ ．环境科学导刊，２００１（ｚ１）：７４－７７．
Ｙａｎｇ Ｙ Ｔ， Ｚｈｏｎｇ Ｍ Ｈ， Ｌｉａｏ Ｌ Ｈ．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ｇａｓ ｆｒｏｍ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ｔａｎ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Ｊ］ ．Ｇｕｉ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１（ ｚ１）：
７４－７７．

［３０］ 花莉，李蕊，马宏瑞．生物滴滤塔处理制革恶臭气体工艺条

件的研究［Ｊ］ ．中国皮革，２０１２，４１（３）：４－７．
Ｈｕａ Ｌ， Ｌｉ Ｒ， Ｍａ Ｈ 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ｉｃｋｌｉｎｇ ｆｉｌｔｅｒ ｔｏｗｅｒ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ｌｏｄｏｒｏｕｓ ｇａｓ
ｆｒｏｍ ｌｅａｔｈｅｒ ｍａｋｉｎｇ［Ｊ］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ａｔｈｅｒ，２０１２，４１（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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